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酶 活性(见表 I 

由表 1可见，东方铃蟾心肌肌球蛋白钙激 

活 ATP 酶活性在表观上低于中华大蟾蜍心肌 

肌球蛋 白钙激活 ATP 酶活性 ，但统计的结果 

无显著差异 (P> O O5)，两者基本上处于同一 

水平。 

2．2 腓肠肌肌球蛋白钙激活 ATP酶活性 东 

方铃蟾与中华大蟾蜍腓肠肌中肌球蛋白钙激活 

ATP 酶的活性(见表 2)。 

表 2 东方转■与中华太■蟓II瓶_lL目lL 

球蛋白羁激活 ATP确后性 

组 别 l实验动物数 ±SE t检验 

东方 蟾 l 10 0．28士0．09 【一3．4643 

中华^蟾蟓 l 10． 0．43士D．10 P<0．0l 

由表 2可见，东方铃蟾腓肠肌中肌球蛋白 

钙激活 ATP酶活性明显低于中华大蟾蜍腓肠 

肌中肌球蛋白钙激活 ATP酶 的 活 性 (P< 

0 O1)o 

2．3 小肠平滑肌叽球蛋白钙教活ATP酶活性 

东方铃蟾与中华大蟾蜍小肠平滑肌中肌球蛋 

白钙激活 ATP酶的活性(见表 3)。 

哀 a 东方铃■与中华大■蟓小肠平滑 

肌肌球蛋 白钙激活 ATP 曹活性 

组 别 J实验动物数l ±sE t检验 
【= 3．$4fi1 

中华大螬蜍 I ．．l 2
0． 

, ~3

，4o694-0 < 0．01 

实验结果表明东方铃蟾小肠平滑肌肌球蛋 

白钙激活 ATP酶活性显著高于中华大瞻蜍小 

肠平滑肌肌球蛋白钙激活 ATP酶活性 (P< 

0．01)。 

2．4 肌球蛋白钙激活 ATP 酶活性的组 织 特 

异性 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东方铃蟾与中华大 

蟾蜍均表现出肌球蛋白钙激活 A'PP 酶沾性的 

组织特异性及种属间特异性。 

东方铃蟾三种肌组织中以小肠平滑肌的帆 

球蛋白 c 一ATP酶活性最高，达 1．72±0．83 

p．mole Pi／mg Prot．mlo，心肌次之 ，为小肠平 

滑肌酶活性的 44．19瞄 (P< O．01)，啡 肠肌 的 

c 一ATP 酶活性最低，为小肠平滑肌酶活性 

的 16．28％ (P< 0．01)。 

中华大蟾蜍三种肌组织的肌球蛋白ca”一 

ATP酶活性以心肌中最高，达 1．10±0 33amole 

Pi／mg Port．min，小肠平滑肌次之 ，是心肌 

酶活性的 62．73％ (P< 0．05)，腓 肠 肌 中 的 

ca”一ATP酶活性最低，为心肌中酶活 性 的 

39．09 (P< 0 01)。 

此外 ，东方铃蟾与中华大蟾蜍相比较均表 

现为心肌中的 ca”一ATP酶活性 高 于 腓 肠 

肌。东方铃蟾心肌及腓肠肌中肌球蛋白ca斗 一 

ATP酶活胜均低于中华大蟾蜍相应组织 的 酶 

语性 ，但东方铃蟾小肠中平滑肌的 肌 球 蛋 日 

ca斗 一ATP酶活性却高于中华大蟾蜍小 肠 中 

的酶活性。 

3 讨 论 

自从肌球蛋 白 ATP酶被发现以来 ，已对 

其活性与不同生理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 

的探讨0 ，并发现在动物的不同活动状态，不 

同内分泌条件下 ，动物不同组织的 ATP酶活性 

均发生相应的变化，并与特定的生理机能相 

系，肌球蛋白的 ATP酶活性现在已被看做是 

衡量肌肉收缩能力的生化指标。我们的实验结 

果亦表明：东方铃蟾与中华大蟾蜍肌球蛋白钙 

激活 ATP酶活性有其组织的特异性及种属阆 

的差异。 

东方铃蟾与中华大蟾赊心肌中肌球蛋白钙 

激活 ATP酶活性均处于较高永平，对保证心 

脏在整个生命活动过程中一直不停地完成其泵 

血机能是有重要生理意义的 。 

东方铃蟾与中华大蟾蜍腓肠肌中肌球蛋白 

ca“一ATP酶活性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东方铃 

蟾腓肠肌中酶活性比中华大蟾蜍腓肠肌中酶活 

性更低。这提示东方铃蟾与中华大蟾蜍骨骼叽 

的收缩能力较弱 ，可能是东方铃蟾与中华丈 

蟾蜍活动缓慢的生理原因之一。这一推涌与邹 

寿昌 对东方铃蟾等动物生态行为的观察结 果 

楣符。本文作者在野外动物行为的观察中发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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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埯 ) 

东方铃蟾与中华大蟾蜍相比活动不敏捷 ，亦不 

善跳 ，极易被捕捉。 

东方铃蟾小肠平滑肌中肌球 蛋 白 ca“一 

ATP酶活性在三种组织中处于最高水平 并 且 

比中华大螗蜍小肠中的酶活性要高得多。由于 

东方铃蟾有食水草的习性 ，而纤维素有强 的 

刺激胃肠道运动的作用，因此 ，东方铃蟾小肠中 

高浓度的 ca”～ATP酶活性是否与其食性有 

关或是对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有待 进 一 步 研 

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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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蟾蜍冬眠前后血清中某些激素含量变化 

及其与糖代谢的关系 

．
鲎． 李宗芸 

(江苏省棘州师范学院生物系 棘州 22too9) 

。
堑 受 ／朱静安 汤继光 
(江苏省 徐州市立医院检验科) 

t 。 

■饔 本文分析了大蟾蜍冬眠前、冬眠期和冬眠后三个不同对期血清皮质醇、血清 ．和血清T，含量的 

变化井与同期血糖水平和肝塘元含量进行比较，结果表明：血清皮质醇在冬眠期呈显著下降趣势，冬眠 

后又明显回升，血糖浓度的变化也表现出这种趋势；血清 T·在冬眠期呈明显上升的趋势，冬眠后又降回 

到冬眠前的水平上；血清 T，一直保持上升趋势；肝糖元含量则一直保持大幅度下降的趋势。此外，本文 

还对上述变化的生理学意义进行了讨论。 

差董调 大蟾蜍 冬眠 激素 糖代谢 

冬眠是变温动物抵抗寒冷恶劣环境的一种 

重要保护手段。近年来，两栖动物冬眠研究已 

深人到生理、生化等领域，但有关两栖动物冬眠 

内分泌激素、生理生态学研究尚未见报道，本项 

研究于 l 990年 l0月一1991年 1O月进行， 对 

于进一步阐明两栖动物冬眠机制有 明 显 的 意 

义，同时对两栖动物的资源保护也有一定的指 

导意 业0 

1 材料与方法 

I．1 材料 大蟾蜍 (B#／o gargarlzans)捕自 

徐州市郊区茶棚村附近，根据当地大蟾蜍越冬 

规律 把实验动物分为下列三组： 

1．1-l 冬眠前组(̂ 组 )： 1990年 l0月中旬搞 

捉。 

1．1．2 冬眠期组(B组)：]-991年 1月初捕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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